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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组织学》

前言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由于政治的内涵在古代
希腊指的是城邦国家，因而亚里士多德又将这一命题表述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
”这个命题的基本含义是认为人在本性上不能脱离城邦而独立生活，否则便无法生存下去。这实际上
是指出，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方式是组织，个人通过组织连结为一个整体，凭借这个整体的实力和功能
，人类能够实现个人所无法实现的目标，得到个人所无法得到的结果，以此延续人类的生存并得到发
展。可以这样认为，在人类社会中，人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组织的人，组织是连接人与社会的中介
。没有离开社会的组织，同样也不存在离开组织的社会。当代社会已形成一个“组织结构性的社会”
，组织越来越广泛，组织形式越来越复杂多样。没有人能够离开组织单独生活下去。因此，如果说2
000多年前的人们离开城邦这一公共组织就无法生存下去，那么，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今天，
组织对于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起着更为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家所有的组织中，政府组
织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组织，这是因为政府组织肩负着国家行政管理的重任，大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小到个人的衣食住行，无不和政府组织的管理息息相关。因而，对于政府行政管理以及行政组织的研
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就开始了。一个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成果非常丰富，极大地推动
了行政组织的建设和发展。然而，当社会发展到20世纪中后期，对行政管理和行政组织的研究遇到了
新的挑战，这就是面对大量涌现并日益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传统的管理理念、管理内容和管理模式
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政府组织已不再是惟一的管理主体，在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融合
进许多当代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公共政策分析的新内容，而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领
域内，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也异军突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适应实践的迫切需要，从20世纪80
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对行政管理的研究开始从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向着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发展，这样，作为新兴的学科——公共管理学以及公共事务管理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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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组织学》

内容概要

《公共组织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和“新世纪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工程”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公共组织学》结合当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
公共管理兴起的实际，对公共管理的主体——公共组织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通过对有关公
共组织的内涵、理论发展、结构、人员、文化、外部环境、行为、管理与运作、效能、变革与发展等
问题的研究，力图勾画出公共组织学的学科体系，反映公共组织学的基本内容，并体现出公共组织的
特色以及在公共组织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公共组织学》可供高等院校公共管理相关专业的本科学生
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MPA及各类各级公共管理部门的在职人员学习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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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组织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组织与公共组织第二节 公共组织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及意义第三节 公共组织学与
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第二章 公共组织理论第一节 传统科学管理时期的组织理论第二节 行为科学管理
时期的组织理论第三节 系统科学管理时期的组织理论第四节 公共组织理论的现代发展第三章 公共组
织结构第一节 公共组织结构的基本内涵第二节 公共组织结构的一般类型第三节 公共组织结构的新类
型第四节 公共组织设计第四章 公共组织人员第一节 公共组织人员的行为管理第二节 公共组织群体第
三节 公共组织中非正式组织的管理第五章 公共组织文化第一节 公共组织文化的内涵及特点第二节 公
共组织文化的基本功能和建构原则第三节 公共组织文化的建设与创新第六章 公共组织外部环境第一
节 公共组织外部环境概述第二节 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与公共组织的良性互动模式第三节 
地理环境、人口环境、国际环境与公共组织的良性互动模式第七章 公共组织行为第一节 公共组织行
为的含义、类型与特征第二节 公共组织行为的发生机制第三节 公共组织行为的自矫机制第八章 公共
组织的管理与运作第一节 公共组织的管理第二节 公共组织的领导与决策第三节 公共组织的执行、沟
通和协调第四节 公共组织的反馈、监督和控制第九章 公共组织效能第一节 公共组织效能概述第二节 
公共组织效能的评估第三节 公共组织提高效能的途径第十章 公共组织的变革和发展第一节 公共组织
的变革第二节 公共组织的发展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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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组织学》

章节摘录

插图：所谓组织，就是确立企业在包括原料、设备和资本等在内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结构。在配
备了必要的物质资源后，管理的任务就在于建立一种组织，使其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从事基本的活动
。在组织内部结构上，应实行较小的管理幅度，因而法约尔提出了所谓的“等级系列原则”，即一个
工长管理15个工人，4个工长划归为一个大工长管理，4个大工长又划归一个更大的领导者管理，形成
一个三角形的等级系列，组织就是按这种几何级数发展的。组织的管理应把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控制
在最低限度内。法约尔还主张设立由各种专家所组成的参谋机构，协助高层领导研究改进工作的措施
，但参谋人员只听命于总经理，无权对下级直接发布命令。指挥是管理的第三个要素。当组织结构建
立起来以后，就需要依靠指挥活动让组织正常有效地运行起来，去落实组织的计划。“指挥的目的是
根据企业的利益，使他单位里的所有的人做出最好的贡献。”①由于指挥活动只存在于上下级关系之
中，而计划的完成必须有多种部门的合作与支持，即使在上下级之间也不完全是绝对的指挥关系，因
而协调就是管理的第四个要素。从本质上说，协调就是使企业的一切工作都和谐配合，各个部门的努
力都相互一致，以保证企业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并顺利取得成功。从方式上讲，协调是使各种事务和
行动都保持一个恰当的比例。管理的第五个要素是控制。控制就是检查和证实各项工作与所制定的计
划、所下达的指示和已定的原则是否相符，其目的在于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便纠正并避免重
犯。要使控制取得成效，迅速的行动和恰当的奖惩是必要的，检查人员应该具有较高素质，在实施控
制时需要有持久的专心工作精神和较高的艺术。2.关于组织管理的原则法约尔在对自己多年管理经验
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14项管理原则，这也是他的一般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1）劳
动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准确性，导致职能的专业化和权力的分散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和工作效率。它适用于普遍的组织管理工作。（2）权力和责任。分为职务权力和个人权力两种，职
务权力由职务和地位产生，个人权力则来自于个人的智慧、博学、经验、道德品质和指挥才能。优秀
的管理者应用个人权力作为职务权力的必要补充。权力和责任是“孪生物”，有权力就必定有责任，
要规定责任的范围、制定奖惩的标准以保证权力的正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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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组织学》

编辑推荐

《公共组织学》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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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组织学》

精彩短评

1、体例比较科学，逻辑性也很强，概念比较准确，是不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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